
贫血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指的是血液中

红细胞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导致身体缺氧

的一种状态。 中医认为，贫血是由于气血不

足、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导致的，因此可以从

中医的角度出发，对贫血进行辨症和治疗。

一、贫血的辨症

中医认为，贫血的病因包括气血不足、脏

腑功能失调、饮食不节制、过度劳累、失血过

多等。 其中，气血不足是贫血的主要原因之

一，而脏腑功能失调也是导致贫血的重要因

素。 因此，中医对贫血的辨症主要从气血和

脏腑功能两个方面入手。

1.

气血不足

中医认为，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

气血不足会导致身体各个系统的功能失调，

从而引发贫血。 中医认为，气血不足的原因

主要是脾胃虚弱、饮食不节制、过度劳累等。

针对气血不足引起的贫血，中医通常采用补

气血的方法进行治疗，如使用当归、黄芪、枸

杞、阿胶等中药材进行治疗。

2.

脏腑功能失调

中医认为，脏腑功能失调也是导致贫血

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中，肝肾不足、心脾两虚

等是常见的脏腑功能失调类型。 针对这些原

因引起的贫血，中医通常采用调理脏腑功能

的方法进行治疗，如使用养肝肾、补心脾的药

物进行治疗。

二、贫血的治疗

中医对贫血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

食疗、针灸等。 其中，药物治疗是最常用的治

疗方法之一，而食疗和针灸也是中医治疗贫

血的重要手段之一。

1.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中医治疗贫血的主要方法之

一，包括中药材和中药方剂两种形式。 中药

材如当归、黄芪、枸杞、阿胶等具有补气血、调

理脏腑功能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贫血。 中

药方剂则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一种

综合性治疗方案，包括多种中药材的配伍和

使用。

2.

食疗

食疗是中医治疗贫血的另一种重要方法

之一。 中医认为，饮食对人体的气血和脏腑

功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合理的饮

食来调理身体， 从而达到治疗贫血的目的。

常见的食疗方法包括红枣、枸杞、阿胶炖鸡、当

归生姜羊肉汤等。

3.

针灸

针灸是中医治疗贫血的另一种重要手段

之一。 针灸可以通过刺激人体的穴位和经络

来调节气血和脏腑功能， 从而达到治疗贫血

的目的。 常见的针灸穴位包括足三里、 三阴

交、血海等。 在针灸过程中，需要注意针刺的

深度和力度， 同时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进行调整。

总之，从中医角度看贫血，需要从气血和脏

腑功能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辨症。 在进行治疗过

程中，需要注意药物的剂量和配伍禁忌等问题，

同时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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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膳发源于中国传统的饮食和中医

食疗文化，是在中医学、烹饪学和营养学理论

指导下，严格按药膳配方，将中药与某些具有

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 采用中国独特的饮食

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

定色、香、味、形的美味食品。

药膳是中医传统的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

相结合的产物，其“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

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 药借食力，食助药

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药膳不仅具有

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可以防病治病、保健强

身、延年益寿。

根据季节特点选择合适的药膳， 不仅能

滋补身体，还能提高身体免疫力。

一、春季养阳

春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阳气生发，此时

应注意养阳，以保持体内阳气的平衡。要注意

保暖，不要过早减少衣物，以免感冒。 同时要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

过度劳累。人体也顺应季节变化，呈现新陈代

谢旺盛的状态。此时应养阳、养肝明目、养脾，

以清补为主。 推荐以下药膳：

1.

枸杞子粥：将枸杞子适量加入粳米

一同煮粥，早晚食用，可以养肝明目、益精

补血。

2.

桑葚粥：将新鲜桑葚与糯米一同煮粥，

适用于肝肾亏虚所致的头晕眼花、 心悸失眠

等症。

3.

枸杞猪肝汤：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益

精明目的功效，猪肝则富含铁质和维生素

A

，

此汤可养肝明目、补血。

4.

菊花决明饮：菊花和决明子均有清肝

明目的作用，此饮品可疏风散热、清肝明目。

二、夏季养阴

夏季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此时应注意

养阴，以保持体内阴液的平衡。 要多喝水，补

充体内水分。同时要避免过度食用生冷食物，

以免损伤脾胃阳气。 此外， 夏季还要注意防

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应注意消暑解

热、生津止渴、养心安神，推荐以下药膳：

1.

荷叶粥：用荷叶与粳米煮粥，具有解暑

热、散淤血、减肥等诸多功效。

2.

冬瓜汤：冬瓜性寒味甘，具有清热解

暑、利尿消肿的作用，是夏季消暑佳品。

3.

百合红枣汤：百合可清心安神，红枣则

能补气养血，此汤可养心安神、润肺止咳。

4.

莲子心茶：莲子心具有清心火、安神志

的作用，此茶可清心火、安心神。

三、秋季润燥

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口干、咽干、

皮肤干燥等症状，此时应注意润燥，以保

持体内水分的平衡。 要多喝水，多吃富含

水分的食物，如梨、苹果、香蕉等。此外，秋

季还要注意加强锻炼， 增强身体免疫力。

此时应养肺润燥、养阴，以滋补为主，推荐

以下药膳：

1.

银耳羹：银耳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

的功效，与冰糖一同炖煮，口感滑润，是秋季

养生的佳品。

2.

梨子粥：将梨子切块与粳米一同煮粥，

具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功效。

3.

秋梨膏：秋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

的作用，此饮品可养肺润燥、止咳化痰。

4.

罗汉果猪肺汤：罗汉果具有润肺止咳、

清热化痰的作用

,

此汤适用干燥热咳嗽。

四、冬季进补

冬季气温低，人体阳气内敛，易出现畏寒

肢冷、气血不足等症状，此时应进补，以补充

体内营养和能量。 要多吃温性食物，如羊肉、

鸡肉等。同时要避免过度食用生冷食物，以免影

响消化功能。 此外，冬季还要注意保暖，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此时应养肾、养阳、养心，以温补为

主，推荐以下药膳：

1.

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归补血调经，生姜温

中散寒，羊肉益气补虚，三者搭配炖汤可温阳散

寒、活血调经。

2.

枸杞炖牛肉：牛肉益气补虚，枸杞养肝

明目、滋阴补肾，两者搭配炖煮可提高机体免

疫力。

3.

白萝卜羊肉汤：白萝卜性凉味甘辛无毒，

消积滞、化痰热，羊肉补气滋阴、暖中补虚，可有

效缓解冬季常见的手足不温、乏力等症状。

4.

枸杞核桃粥：枸杞子能补肾益精，核桃则

能补肾益智，此粥可补肾益精、益智安神。

总之， 四季养生要根据不同季节的特点和

人体脏腑的功能特性来选择合适的食物和药物

进行调理，以达到增强人体免疫力、预防疾病和

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的目的。同时，也要根据个人

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以上药膳的功效可

能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如有需求，建议咨询

中医获取更专业的判断和建议。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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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病变是妇科常见疾病之一， 包括宫

颈糜烂、宫颈息肉、宫颈肥大等。其中，宫颈癌

是最为严重的宫颈病变之一， 其发病率和死

亡率均较高。本文将介绍

HPV

感染与宫颈癌

的关系， 帮助大家了解

HPV

感染的风险，以

及如何预防和治疗宫颈癌。

一、

HPV

感染与宫颈癌

HPV

（人乳头瘤病毒） 是一种常见的病

毒，可引起皮肤和黏膜的增生性病变，包括尖

锐湿疣、寻常疣、扁平疣等。 其中高危型

HPV

可引起子宫颈细胞异常增生， 导致宫颈癌的

发生。

宫颈癌的发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通常

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在早期，子宫颈

细胞异常增生可能表现为宫颈糜烂、 宫颈息

肉等轻微症状， 容易被忽视。 随着病情的发

展，可能出现白带增多、异味、同房出血等症

状，此时应及时就医。

二、

HPV

感染的风险

HPV

感染的风险因素包括：

1.

性行为：过早开始性生活、多个性伴

侣、 性伴侣患有

HPV

等会增加感染

HPV

的

风险。

2.

免疫功能低下：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

如艾滋病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等，更

容易感染

HPV

。

3.

遗传因素：某些基因突变或遗传性疾病

可能影响机体免疫力，增加感染

HPV

的风险。

4.

其他因素：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年

龄、生育史等也可能影响

HPV

感染的风险。

三、预防和治疗

预防

HPV

感染的关键是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包括良好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当

的运动等。 同时，定期进行宫颈筛查（包括宫

颈细胞学检查和

HPV

检测）也非常重要。 如

果发现子宫颈细胞异常增生， 应及时就医并

接受治疗。

对于已经感染

HPV

的人群，可以通过提

高免疫力来促进机体自身清除病毒。同时，可

以咨询医生建议， 选择适当的抗病毒药物进

行治疗。对于已经发展为宫颈癌的患者，应根

据病情和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包

括手术、放疗、化疗等。

四、关爱女性健康

宫颈病变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 其严

重程度因个体差异而异。 关注女性健康，尤其

是年轻女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

重视宫颈筛查：定期进行宫颈筛查，及早

发现子宫颈细胞异常增生。

2.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适度运

动、保持心情愉快等。

3.

避免不洁性行为：正确认识性行为卫生

问题，避免多个性伴侣或高危性行为。

4.

及时就医：如果出现白带增多、异味、同

房出血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总之，了解

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关系，对

于预防和治疗宫颈病变具有重要意义。关爱女

性健康，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为女性健康事

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正确认识四季养生药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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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红

重症肺炎是肺炎的一种严重形式， 常常

由细菌、病毒等感染引起，具有较高的死亡风

险。 为了有效降低重症肺炎的并发症和死亡

风险，科学的护理至关重要。本文将围绕重症

肺炎的护理方法， 为读者详细解读如何守护

呼吸道的微妙平衡。

一、认识重症肺炎

重症肺炎是肺炎的严重形式， 通常伴随

着肺部严重感染和呼吸困难。 这种疾病可对

患者的生命构成威胁， 因此了解并正确护理

重症肺炎至关重要。

二、护理措施

1.

休息与环境：重症肺炎患者需要充分

休息，保持环境清洁、安静，避免外界噪音和

干扰。病室应保持适宜的温湿度，以利于患者

恢复。

2.

饮食护理：给予高热量、高蛋白、高维

生素的易消化食物，鼓励患者多饮水，以补充

体内水分的丢失。

3.

呼吸道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

除呼吸道分泌物，必要时给予吸氧，改善缺氧

症状。

4.

预防感染：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口腔、

皮肤清洁干燥，避免交叉感染。

5.

密切监测：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

征、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等，及时发现病

情变化。

三、护理要点

1.

观察病情变化：注意观察患者体温、心

率、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以及咳嗽、

痰量及颜色的变化。

2.

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除呼吸道分

泌物，给予正确的拍背和咳嗽排痰指导，促进

痰液排出。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应给予持续

低流量吸氧，防止缺氧加重。

3.

预防并发症：重症肺炎患者易发生心

力衰竭、呼吸衰竭等并发症，应密切监测心肺

功能指标，及时发现并处理。

4.

心理护理：重症肺炎患者常因病情反

复、 治疗时间长而产生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

题。 因此，护理人员应积极与患者沟通，关心

体贴患者，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5.

健康教育：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重症

肺炎的预防知识，如加强身体锻炼、改善生活

环境、预防感冒等。 教育患者合理饮食，避免

过度劳累，增强机体免疫力。

四、康复与预后

重症肺炎经过正确的护理措施和及时

的治疗，大多数患者可以康复。 然而，如果治

疗不及时或护理不当， 可能会导致病情恶

化，甚至死亡。 因此，正确理解和掌握重症肺

炎的护理知识，对于患者的康复和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

总之， 重症肺炎的护理涉及多个方面，包

括休息与环境、饮食护理、呼吸道护理、预防感

染、密切监测等。 在护理过程中，我们应关注患

者的病情变化，保持呼吸道通畅，预防并发症

的发生， 同时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

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医院）

重症肺炎的护理措施与要点探析

□

陈翠锦

MARKET��INFORMATION

健康视角

2024-3-27���星期三 责任编辑 常利 制作 常利 电话：0351-�4048890


